
主编何明昌

#. 即

以



钱'
丰￡;若

芳冲

坠 r J. 1 
吁鸟句象 -K ·4,J • 
斗 (ð飞~二 J户
n 
言 越ImJ 存

J台

1、二-

工

业

出

版

4土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敏据

武汉科技大学校史沿革/何明昌主编. 一北京 : 冶金

工业出版社， 2∞8.10

ISBN 978-7 -5024-4524-9 

I.武… ll . 何.. m. 武汉科技大学一校史

N. G649. 286. 31 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∞8) 第 063220 号

• 

出版人曾胜利

地 址北京北河沿大街肃祝院北巷 39 号，邮编刚刚"

电 话 (0\0闷。27926 电子信箱阳tmaster@ cnmip. com. cn 

责任编羁朱华英美术编辑李 'L' 版式设计张 青

责任校对自迅责任印制牛晓波

ISBN 978-7-5024.452ι9 

北京鑫正大印刷有限公司印刷，冶金工业出版社发行;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8 年\0月第 1 版 ， 2∞8 年\0月第 1 次印刷

169mm x239mm; 18.5 印张; 2循页彩页 371 千字 286 页 1-3(削册

48. 00 元

冶金工业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( 0(0)刷刷4组3 传真 (010) 64027893 

冶金书店地址:北京东四百大街幅号(100饵1 ) 电话 (010) 6528咧阉E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 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)



献给武汉科技大学卢萨学

( (0周年庆典



l 主编何明昌
副主编黎宇宁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￠武~科携夫掌棱要措草》编寨委员会J

主任委员孔建益

副主任委员任德麟许斌何明昌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万青

庞科

黎宇宁

主 编何明昌

副主编黎宇宁

王秋庭朱孟强汪雪芳邹勇

赵楷钟磊钟会兵徐启俊

庞科



前言

为了追本溯源 、 考证校史，在校党委与行政领导的重视和关心下，

学校成立了 《关于武汉科技大学历史沿革的研究》 课题组。 课题组以

学校办学的历史沿革为主要研究内容，并考证学校的历史面貌~相关

办学情况。 自 2∞2 年 9 月开始，在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，经

过一年的广泛调研、 查找史料 、 深入考证，已厘清武汉科技大学发展

历程的清晰脉络。 有史可证，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是 1898 年张之洞创

办的湖北工艺学堂，于 1907 年改为湖北省城中等工业学堂，辛亥革命

后依次更名为湖北甲种工业学校、 湖北省高级工科中学校，北伐战争

后并入省立二中、省立三中，于 1935 年更名为汉阳高级工业学校，解

放后又历经武昌高级工业学校、 中南钢铁工业学校、武昌钢铁工业学

校、 武汉钢铁学院，再到武汉冶金科技大学 、 武汉科技大学。 从最初

只有百余人的湖北工艺学堂，到今天拥有近三万余名师生，涵盖工、

理、管、 医、文、经、 法、哲等学科的多科性省属重点大学，武汉科

技大学走过了百余年自强不息、 艰苦奋斗的刚毅坚卓之路，谱写了一

部追求理想、 气势恢弘的华丽篇章。

课题于 2∞3 年底正式结题后，我们既深感几千字的课题报告无法

展示百年老校的厚重历史，又恰逢 2∞8 年是武汉科技大学建校 110 周

年，为了进一步宣传武汉科技大学悠久的办学历史和"崇实"的办学

传统，并向武汉科技大学建校 110 周年庆典献礼，我们遵奉"详近略

远，厚今薄古，客观公正，尊重历史，秉笔直书，究通成理"的编写

原则，以原有课题报告为蓝本，在对原有资料进行量~JJiI 、 梳理、 归类 、

概括的基础上，补充、 增加了新的资料、照片 、 佐证，并辅以较详尽

的说明，历经一载编成此书 。 本书以时间为轴，重点揭示了清末至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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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的办学沿萃，分 12 个章节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学校的变迁 、 更

名 、 人才培养、 师资等基本办学概况，力求全面 、 详实 、 客观地展现

武汉科技大学的历史全貌。

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，我们深刻体会到了武汉科技大学的先辈们

创业的艰辛，名师俊彦对教育的忠诚，元数名流贤达对学校的关爱。

武汉科技大学诞生于清末救国图强的时代洪流。 从 1898 年的湖北工艺

学堂开始，它肩负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兴业之志、 强国之梦，走过了一

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，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底蕴、 独特的办学风格，也

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。 这是建校以来一代又一代人留给我们的宝贵

财富，是学校可持续发展无尽的力量和智慧源泉。 今天，武汉科技大

学在向新的发展目标迈进之时，我们追寻历史真相，回眸百年沧桑 ，

可以以史为鉴、 以史育人，对进一步扩大学校的影响，扩大学校的知

名度，振奋师生员工精神和增强凝聚力，才在进学校的建设与发展，从

而为新时期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，在国家实施"科教兴国"战略中

发挥更大作用，都必将产生深远影响。 从某种角度说，武汉科技大学

百余年的发展历史是整个近现代湖北教育史的缩影，有鉴于此，本书

也可以为研究湖北近现代教育史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。

本书的编写得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 湖北省图书馆、湖北省

档案馆、 武汉市图书馆、武汉市档案馆及汉阳区档案馆、武汉科技大

学档案馆等单位领导 ， 以及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，在此谨表示衷心的

感谢。 由于时间仓促，再加之水平所限，有疏漏不妥之处 ， 恳请广大

校友批评指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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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工艺学窒

武汉科技大学的最早前身是工艺学堂，由晚清时期的湖广总督张之洞(见

图 1 -1) 于 1 898 年亲手创办。

张之洞 ( 1 837 阳 1 909) . 字孝达，号

香涛，晚号抱冰，直隶南皮(今河北)

人。 同治进士，殿试探花，历任翰林院

侍讲、湖北学政、四川学政、山西巡抚

等职。 1884 年搅升两广总督，成为封粗

大吏. 1889 年任沟l广总督. 1907 年充任

体仁阁大学士并跻身军机枢耍 ， 是中国

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。

张之洞早先是忠君爱国而偏于保守

的消流党人 ， 尔后由于在民族战争和处

理政学事务过程中，发觉封建老路对窝

国强兵有害无益，逐渐形成"中学为体，

西学为用"的变革思想，从而转变成为

晚期洋务派中的战大代表人物。 他深感

外侮日亟、国弱民贫，仅靠八股文科举
图 张之洞像

取士，不足以改国于富强，以为"中国不贫于财，而贫于人才，故以兴学为求

才治国之首务 。0" 故在其督鄂十三年间，创办各类学堂、书院 30 余所，为当时

各省之冠。 从 189 1 年开始，张之洞创办商务学堂，继而在 1 893 年创设自强学

堂. 1 898 年在武昌创设了工艺学堂。

张之洞创办工艺学堂与其兴办实业是分不开的。 在湖广总督任上，张之洞先

后创办了汉阳铁厂 (见图 1 -2) 、汉阳枪炮厂及布、纱、丝、麻四局等实业。 在

创办新兴工业时，由于当时工程技术人才稀缺 ， 张之洞甚感捉襟见肘，因此特别

强调工学。 他在 《劝学篇》 中指出 工者，农、商之枢纽也。 内兴农利，外增

商业 ， 皆非工不为功。."于是工艺学堂'便应运而生。

• 张继照 {张立襄公治鄂记) .第 7 页。

• 苑书且 f张之洞>î':#l ) . '岳 27 1. 第 9756 页。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2 . 武汉科技大学校史培革

图 ' .2 张之洞巡察汉阳铁厂

1 898 年 2 月 26 日(即光绪二十四年) ， 在 《札委张鸿顺等督办农务、工艺

学堂》一文中，张之洞提出了创办工艺学堂的设想 工艺一切尤多拘守旧习 ，

不能用新法制造，以致利权外溢 ， 民生益囚，亟应创设农务、工艺各学堂，采用

西法，实力讲求，以开风气而广利源。 .. .. 又工艺学堂现暂设铁政洋务局内 ， 延

们东洋教习工人 : 一教理化学，一教机器学，并募能制造工师二人帮同教课学生

工匠，讲求制造各事宜，亟应派委大员'fi'f率经理， 以收实效。 ，. ..本部堂查明湖

南候补道张鸿顺堪以徽委总办，分省补用知府钱悯堪以派充提调，候选知县梁敦

彦堪以派以翻译兼照料委员 。 " ..并将铁政洋务局相度开设学鱼"工厂地方， 面

详议各学堂章程，~候酌定伤遵。0" 。 此时为第一阶段。 在此阶段 ， 张之洞对学

堂的名称、办学宗旨、学务管理提出了基本指导意见。

从当时的情况看 ，兴校办学是要办理一定手续的，换句话说，必须得到朝廷的允

许。 1 898 年 3 月 26 日 (&11光绪二十四年)，张之洞正式向朝廷上《设立农务、工艺学

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} :" 又于洋务局内设立工艺学堂，选募东洋工学教习二人，一教

理化学 ，一教机器学，招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商学者人堂学习，并派中国通晓化学、制

造之士人帮同教导艺徒，讲求制造各事宜。"光绪帝在奏折上朱批"该衙门知道。 钦

此。."此时为第二阶段。 在此阶段，光绪皇帝钦定了工艺学堂的设立。 张之洞奏折全

文见录于《张之洞全集》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影印件(见图 1 .3) 。

' 苑书立 〈张之洞金lI!) 岳 129 第 3572 页。
• 苑书义 {张之洞金lI!).程 47 .第 1 285 - 1286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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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哥议阳十七 1285 

设立农务、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
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

窃惟富国之道不外农、工、商三事.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.

前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、户、工等部叠次议奏广种植、兴制造、讲

商务各事，防令设局开学.备就本省情形，切实筹办 . 勿得徒托

空言等因 .均经理各旨允准通行各省在案 ， 亟应钦遵筹办.且湖北

连年水旱.岁收歉薄 . 谷{什踊贵.洋货充溢.商贸萧条，民生艰

苦异常.尤须予训农、通商、惠工各政急速讲求.以冀稍资补救 .

惟中国农民向多朴拍.其子地学、化学、和j器利用繁未通晓，士

大夫又多不情意于此.工商各业不过就其所已知已能，各谋生理.

罕能同心考求.以规远大.是非官为提倡.断不能开发民智 .日

起有功.查农政修明以美国为簸，上年既经电致外洋.逃募美国

农学教习二人来鄂.派员伴同前往近省各州县考察农俏.辨别土

宜.并购致美国新式农具暨谷果佳种为试种之用.兹子湖北省城

设立农务学堂.即酌借会馆公所应用.择取官山官地并酌但民间

困地.为种植五谷林木暨畜牧之所.招集绅商士人有;t;、讲求农学

者入堂学习，研求种植、畜牧之学.又于洋务局内设立工艺学堂 .

逃募东洋工学教习二人， 一教理化学， 一教机器学，招集绅商士

人有ZP、讲求商学者入堂学习，并派中国通晓化学、制造之士人帮

同教导艺徒， i并求制造各事宜.先簿湖北物产所有销路易逝者，以

所试行，仰远近商民皆采取法，以期渐开风气.两堂所需经费，若

~<<回国 j理例.凡堂内之火食、薪修、书籍、杂用一切经费均应由

学生公同饲备.惟创办之始，恐捐资者不多，除学生火食、杂m

自备外.其延募洋教习薪水及各项经费，暂巾地方善堂义举捐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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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:!% 5i: ζ 洞全集在['可 1 仁

内 i委托(济刑 ，两堂~Il委洋务局员督~~管理 。 至 iJ. LI 'j.;水怖主:i牛、

i午ZE 束之区.又将来铁路所发端，与各省气势易i边，与外;非卢 f ，L

亦甚易边 ， 现钞j江汉关j重于汉口设立对j工劝商公所 p 采取iMjU~;

产所有备物'll人力所成备货凡有益民用可以贩运远方者.在公 t"Jr

分男IJ 陈列.标明出产地方、价值、运本.令华;羊商民均得纵 i见

备帮大商公举董事数人经理其鄂.随时邀集素有阅历之行商坐贸.

常来公所评论商侬 ， 较物产之精粗.德i工艺之优劣 . 考求采制百二

闲之新i去。 至以后各商应如何推广集股、购制、运销.'1f.由各民

自行筹办.宫不预闻 。 其弹压保护、询访外省外i丰情形等鄂， IJ1'J 

禀官为之主持照料 . 不令窒碍 e 此系仿照外;丰功工场办法.既可

以兴商业.亦可以勉工艺， f卑省外僻远之区所有地产备物、人T

各货得以传播流通，自然制造臼梢.贸易日峰 。 所需经费无多 . JïP 
伤该关道筹措应用，总期利源渐辟，民因渐苏，庶仰副朝廷本教

养以致富强之至意.

珠批该衔门如道。钦此

图 1 -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{设立农务、工艺学堂暨劝工月的商公所折》 复制件

在得到皇帝的朱批和朝廷的同意后，张之洞加快了工艺学堂的筹建步伐。 在

《札牙厘局、善后局支拨农务、工艺两学堂常年经费>8 一文中，张之洞对筹备

工作作出了具体指示 "查农务、工艺两学堂，建造讲堂斋舍，购办器具 ， 并开

支员司翻译薪水、 工役农夫人等工食 ， ......1综分伤牙厘局在于米谷厘金项下及伪

善后局于商捐项下分半动支外， 仰即遵照随时详情伤发，务须督伤员司t尊节动

用，按月造报 ， 以备查考，勿稍虚康，是为至耍。"事隔 6 个月 后， 也就是 1898

年 9 月 24 日，湖北工艺学堂坐办委员、直隶州用候选知县梁敦彦(见图 1-4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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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报丁学堂筹办的基本情况开设工艺

共十门 ，每门派正面I1 匠首一名，各领学徒

数名 一汽机， 二车床， 三翻砂，四绘

图 ， 五木作 ， 六打铁 ， 七fT铜，八玻璃，

丸蜡烛，十肥皂、香水。 第一第二两

年，学徒须专学一门 。 第三年，兼学堂所

有各艺。"同时聘任匠首、教习、杂役等

三 卡余人，并提出要求"拟恳宪恩、伤拨银

二千两，将来实用实销，按月造报。"张

之洞看完汇报材料后批复尚属妥协，

应准照拟办理。"由此可见，张之洞对工

艺学堂的筹建工作是满意的，并明确要求

迅速招选艺徒开学仰工艺学堂即便遵

照迅速招选生徒开学肆业，仍俊各门匠首

到鄂，将各门工艺应购何种器具，详细商

明祟请核示购办。 查蚕桑局及曹道所tJ 工

艺局现己归并农务工艺局之内，兹工艺学

第一章 工艺学堂 • 5 

因 1 -4 学堂负责人 、 中国

近代著名外交家梁敦彦

堂11:i款应即在蚕桑工艺局经费项下照数拨解银二千两，以作开办之费。 除伤牙厘

局遵照外，即由该学堂派员领回应用，务须核实搏节，勿稍虚底，仍按月造报。

，即使遵照迅速拨解银二千两，具报勿违。0" 根据张之洞的这一要求， 时

隔仅 2 个月，也就是 1 898 年 11 月 21 日，学校的招生广告 《札发招考工艺学生

告示章程》正式张榜发布是以本部堂于设武备、自强、农务诸学益'之外，复

奏设工艺学堂于湖北省城，选绅商士人子弟肆业 ， 其中择中、东匠首教习分授工

艺十数门 ， 兼课格致、理化、算绘诸学，使生徒熟习各项工艺之法，兼探机器制

造立法之本原，庶三年学成之后，既明其理，复达其用，旁通十余门之制造，根

基既立，中人以上随时加功讲求，或可创制新奇兹特招选各省绅商士人聪颖

子弟，曾读四书识字、十二岁以上十六岁以下者，人堂脖业，均须身家清白，有官

绅殷商具保。 除该生饭食、书籍、纸笔，均由学堂备力外，不另发给膏火。 ……为

此示，仰各省绅商士人子弟知悉，如有有志讲求工学者，目1I于 11 月内赴工艺局报

名，昕候选择 ， 定期开学，毋稍观望自误。 切切。...此为第三阶段。 在此阶段，

办学涉及的办学经费、课程、学制 、 师资直至招生等事项均得到落实。

关于工艺学堂的办学地点 . <札发招考工艺学生告示章程》 中记载照得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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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武汉科技大学校史沿革

已选定旧日桑蚕局改为工艺学堂。...据此，我们可以推断，选定的 " 1日日桑蚕局"

就是已停办的原设桑蚕局。 在张之洞的 《札曹南英蚕桑局停工H二I并农务、工艺两

学堂并将工艺局归并工艺学堂》一文中也讲明了这一地址"!!!!得鄂省原设蚕桑

局，种桑育蚕，兼织各种绸缎，原为开风气而利民生起见育蚕又不得其

法，所出之丝织成绸缎，终难与江、浙、四川等省争胜，以致该局织成各件丝质既

逊，成本又昂，市丽不能行销。 局用经费，每年亏折款项甚巨 兹特伤令蚕桑

局总办V!J道南英暂行停工 织绸事隶制造，应UIl归并工艺学堂，逃出蚕桑局织

绸全厂房屋，即作为工艺学堂应用。...

《湖北通史》中记载蚕桑局 1 890 年由张之洞创办，地点在武昌 . 1 898 年

撤销。...蚕桑局的具体位置，根据 《湖北通志》 中记载蚕桑局 ， 光绪十六

年湖广总督张之洞、湖北巡抚部继淘伤司筹款在省城抚'lf东乘骑庙衔开办， 二十

一年该局移至万寿窟'侧。"以下是 《湖北通志》 关于蚕桑局地点记载的影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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